
胸有朝阳化冰雪 迎来春色满人间

　　东北大地广袤无垠的林海雪原，见证了人民解放军剿匪小分队浴血奋战、智捣匪巢的英雄传

奇。

　　1.“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

　　曲波原名曲清涛，1923年出生在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5岁便加入八路

军，1944年夏从胶东抗大毕业，第二年随部队渡海北上，开赴东北。当时的牡丹江集中了许多土匪

司令，座山雕、许大马棒、江左撇子……他们在国民党高级特务的控制下活动。为了肃清国民党土匪

武装，牡丹江军区根据土匪武装的活动特点，成立了剿匪小分队，采取一边侦察一边打的战术，最

终消灭了国民党土匪武装。1946年冬，时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的曲波，曾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

小分队参加剿匪战斗，在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中与土匪武装周旋，一共打了72仗，胜利完成了战

斗任务。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素材。

　　1950年，曲波转业到工业部门，任机车车辆制造厂党委书记。为了怀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杨子

荣、高波、刘蕴苍等战友，1955年2月，他正式动笔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荡匪记》，并于次年8

月完成初稿。在日后正式出版的《林海雪原》的扉页上，曲波深情地写道：“以最深的敬意，献给

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便道出了他创作小说的情感动机，也说明当年与他并肩作

战的战友正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原型。

　　对于只读过六年书的曲波来说，写作长篇小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小说初稿写完

前三章，曲波觉得自己的文字不能表达那段历史，一气之下将原稿付之一炬，写作的困难可想而

知。然而战友们的英勇事迹又不断激励着他继续写下去，经过一年半业余时间的“秘密写作”，小

说初稿终于成型。这时候的曲波，连同他的《林海雪原荡匪记》，有幸遇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龙

世辉。尽管这位年轻的编辑认为稿子在艺术和文字上还存在一定欠缺，但在向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

汇报时，仍在总体上肯定了这部作品。于是，经过历时数月的修改，尤其是编辑龙世辉三个多月废

寝忘食的“全权处理”之后，小说终于定稿。在这个过程中，龙世辉建议曲波在一群男人的战斗中

增加一些诗性与爱情文字，这便是白茹这个人物的由来。尽管作者一度表示“实有其人”，但多年

之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作战“不可能带女兵”。然而，“小白鸽”白茹之于小说确实必不可

少。首先，白鸽象征着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象征着和平，直接表达了共产党人“战争为了和平”

的崇高思想；而另一方面，活泼美丽的白茹带来的情感元素，可以冲淡战争的紧张气氛，也避免了

小说故事的单调。

　　为了扩大影响，听取读者意见，龙世辉把稿件推荐给当时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秦兆

阳阅后大加赞赏，随即在《人民文学》1957年2月号上选载了部分章节，命名为《奇袭虎狼窝》，

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小说出版时书名由《林海雪原荡匪记》改为《林海雪原》，是为了给读者想象的余地。有一

次，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在北戴河就书名问曲波，曲波解释道：“我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着眼前

的森林，风一刮，森林鼓凹鼓凹的，像海洋的波涛一样，‘林海’两个字出来了；这个雪是无边无

岸的原野，这个‘雪原’就出来了。”邵荃麟听完，一拍大腿叫好：“看，没有生活怎么能行呢？

你看，一个词也需要生活。”

　　1957年9月，《林海雪原》由作家出版社（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正式出版，引起了巨

大轰动。短短数年，小说印数就超过百万册，成为那个时代阅读量最大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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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学作品，《林海雪原》的成功在于，它并没有呈现小分队在牡丹江地区剿匪的全过程，

而是集中选取了剿匪的几个重头戏——“奇袭奶头山，消灭了许大马棒”“智取威虎山，活捉了座

山雕”“巧上四方台，歼灭了匪首侯谢马（侯殿魁、谢文东、马希山）”。用曲波的话说，这是对

自己的真实经历“采取了聚而歼之的概括”，从而把当时牡丹江军区二团打过的72次战斗“概括为

四战，集中塑造了几个人物”。曲波承认，关于四次战斗的地点，“不但威虎山的名字过去没有，

奶头山、四方台的名字过去也没有，那都是我的艺术创作”。这种“艺术创作”，尤其是对于

“奇”“智”“巧”的强调，情节组织上突出穿插各种出人意料、趣味横生的小故事，产生了扣人

心弦的阅读效果，使之成为那个年代老少咸宜的流行读物。

　　曲波对于民族风格的发扬得到当时权威批评家侯金镜等人的肯定。在《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

说——读〈林海雪原〉》中，侯金镜认为：“作者的自白和我们读了这部书过后的感受至少是共同

的：这就是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感情，接近民族风格并富有传奇特色。”曲波曾言，对《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

《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词一样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

诵”（《林海雪原》后记）。传统英雄传奇艺术因素给予作家如此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林海雪

原》的文本表现出通俗性、传奇性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2.贺龙元帅提出：“杨子荣不是有匹马吗？京剧里骑马上山会比踏雪上山更好看”

　　杨子荣智斗土匪，活捉匪首座山雕的故事，无疑是曲波《林海雪原》中最为精彩的段落。而这

段英雄传奇，后来也被二次加工，完整记述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之中。1958年春，上海京剧

院的几位演员在观看了焦菊隐编导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之后，对于能否将其改编成京剧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他们决定说干就干，并由黄正勤、李桐森、曹寿春拟定了一个提纲，分头各写几场，没

几天就把本子编了出来。他们的创作活动，得到了院艺术室主任陶雄的支持，他特派编剧人员申阳

生“驰援”。很快，申阳生就把各人写的草稿整理成初稿，随即开始排演。1958年9月17日，上海

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在中国大戏院正式公演。

　　1963年，为了准备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提出对

《智取威虎山》进行加工修改，指派陶雄、刘梦德对剧本进行修改。为了加强这部京剧的现代气

息，经上海市委同意，剧组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了老导演应云卫任导演，并投入排练。《智取威

虎山》的第二稿在结构上保留了1958年演出本的基础，仅删去了定河道人的情节，在压缩个别反面

人物戏的同时，稍微加强了杨子荣、少剑波的唱念做打，从整体上来说仍嫌粗糙。后来《智取威虎

山》剧组赴京参演，在学习其他剧目众多长处的同时，获得了不少修改建议。如毛泽东在观看演出

后，就提出了“加强正面人物的唱，削弱反面人物”的指示。为了落实这一指示，演出大会结束

后，上海代表团在京延留了十来天，专门听取意见。尤其为了加强对当年剿匪斗争生活的认识，团

里还请来作者曲波和他的爱人以及当年的战友孙大得。他们为剧组热情、生动地讲述了杨子荣的战

斗故事和牺牲经过，以及他们当年剿匪的经历。这些真实战斗生活的介绍，对《智取威虎山》进一

步的修改提高帮助极大。

　　1965年3月，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戏改”小组统一规划下，剧组在创作上充实了力量。在

此过程中，该剧的演出阵容也作了很大调整。唱念做打极其繁重的杨子荣，改由童祥苓扮演，少剑

波由沈金波扮演，贺永华饰演座山雕。

　　真正使《智取威虎山》有了后来样板戏雏形的是观摩演出大会后的第三次修改。在上海文联和

部分解放军高级将领观看该剧后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编剧又吸收了不少好的建议。作家吴强、芦

芒、魏金枝等不约而同地提出，剧本应该适当表现出军民鱼水情的关系，加强杨子荣及解放军小分

队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正是根据这个建议，编剧增加了第三场杨子荣到深山访问常猎户父女的戏。

这才有了女扮男装的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的唱腔，从而弥补了全剧无旦角唱段、音乐色彩不够丰富

的缺憾。此外，贺龙元帅看戏中曾提出：“杨子荣不是有匹马吗？京剧里骑马上山会比踏雪上山更

好看。”由此恍然大悟的编剧在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中，结合传统京剧的以鞭代马的身段表

演，添写了“马舞”。之后，为突出小分队群像，重新设计了“行军”“滑雪”等舞蹈和最后的

“开打”。1967年，就在八个样板戏首次聚集在北京会演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出席观看了《智取威

虎山》，并就杨子荣“迎来春天换人间”的唱词，提议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成为点睛之笔。

　　3.英雄的原型：“甘洒热血写春秋”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为《林海雪原》带来了更大的影响，故事主角也顺理成章地转移

到曲波深情怀念的战友杨子荣那里。如人们所看到的，《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英勇无敌的形象，



确实显现出无比耀眼的主角光环。其中的著名唱段《胸有朝阳》，抒发了杨子荣的革命斗志与豪

情：“山高不能把路挡，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这个人物形象固然包含着艺术想象的成

分，然而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基于真实的人物经历所做的艺术加工。

　　在对杨子荣的人物原型进行挖掘考察时，我们不难发现，真实战场上的杨子荣就是一位经验老

到、胆识过人的解放军剿匪英雄。据悉，杨子荣原名杨宗贵，为山东牟平人。他在抗战末期参军，

被编入了牡丹江军区二团。一心想要冲锋陷阵杀敌立功的他，阴差阳错地被编入炊事班，成为一名

伙夫，只负责烧菜和做饭。为此，他常常“不务正业”，一有机会就丢下锅碗瓢盆去前线侦察，还

屡建奇功。在一次剿匪中，一名班长英勇牺牲后杨子荣被火线提拔，成功带领该班战士完成了既定

的剿匪任务。1946年3月，在攻打据守杏树底村残匪的战斗中，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和村

民伤亡，杨子荣只身入村，最终兵不血刃劝降了400多名土匪。他也由此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

斗英雄”，后提升为侦察排长。1947年1月，杨子荣得到了号称“座山雕”的匪首张乐山在海林县

境内活动的线索，他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入内部。到当年的2月，他一

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相关人全部活捉。1947年2月19日的《东北日

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详细报道：“牡丹江分

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查匪情，不辞劳苦。以机智巧

妙方法，日夜搜索侦查，当布置周密后，遂于二月七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

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二十五名全部活捉，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战斗

中摧毁一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十发，粮食千余斤。”这便是《智取威虎山》的

故事原型。

　　然而，英雄的悲歌是曲波在《林海雪原》中不忍记述的。事实上，真实战斗中的杨子荣在剿灭

座山雕不久之后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就在

庆功会的第二天，杨子荣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踏上了剿匪的新征程，这次是负责歼灭海林北部梨

树沟一带的漏网残匪，也就是土匪丁焕章和郑三炮等人。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杨子荣和几个侦

察员逼近敌巢，准备向敌人发起猛攻之际，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天气寒冷，枪支撞针受冻，没能打

响，慌乱中的敌人得以趁机朝屋外乱枪齐放，一颗子弹击中了杨子荣，英雄倒在了血泊之中……虽然

漏网的残匪被后续部队成功消灭，但英雄永远离开了他的部队和战友。历史也永远记住了这一天：

1947年2月23日。3月7日，杨子荣所在的部队在海林镇朝鲜族小学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授予杨子荣“侦察英雄”光荣称号，并将他生前所在的排命名为“杨子荣侦察排”。同日，海林镇

举行非凡的葬礼，数千名军民抬着花圈，胸佩白花，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为他们敬仰的英雄送

行。英雄的遗体被安葬在海林镇的山坡上，一块木质纪念碑竖在烈士墓前，陪伴英雄永远守望着这

块土地。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连部队首长也不知道英雄的详细出生地，只知道他是胶东兵，所以他

的墓碑上并没有留下籍贯信息。直到后来《智取威虎山》上演，杨子荣的名字家喻户晓的时候，部

队和驻地人民才一次又一次派人远赴胶东，寻访英雄的踪迹。1969年，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对杨子

荣的身世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走访，几乎走遍了山东牟平、荣成、文登、海阳4县50多个公社，查阅

了大量档案，终于确定了杨子荣的所有信息。1970年7月，海林县政府修建了杨子荣墓地，墓前立

有“杨子荣烈士之墓”的石碑。到了1978年，又在此兴建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陈列他生前的

遗物，讲述他的英雄事迹。2009年，杨子荣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人物”。

　　就在杨子荣牺牲前的一个月，他的战友高波已经长眠在茫茫林海之中。据高波的侄子回忆：

1947年1月19日，高波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押着满载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小火车返回部队时，列车

行驶到二道河桥头，土匪引爆了提前埋在桥下的炸弹，小火车被掀翻到桥下。高波带领战士们与土

匪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被俘，受尽酷刑。土匪将高波的衣服除去后，将他绑在大树上，在近零下40

摄氏度的户外实施惨无人道的“冻刑”，高波英勇就义，年仅19岁。他生前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

道：“报上登的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但在投降当中，有的部队不缴枪，我们就得很快地把他们

消灭，请父亲放心吧，儿的思想是一切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为了把祖国建立成一个民主、独立、

幸福的新中国，就是死了，也愿为革命服务……”

　　4.影视改编：回望历史，致敬经典

　　迄今为止，关于《林海雪原》，有三次重要的电影改编。第一次是1960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

品的电影《林海雪原》，该剧由刘沛然、马吉星编剧，刘沛然导演。当时，刘沛然根据小说和自己

随部队在东北战斗的经历，写出了上下两集电影剧本，下集的内容主要围绕“智取威虎山”来展



开，所以，电影厂计划先拍下集。因为小说的戏剧性本来就很强，改编成电影并不困难。《林海雪

原》公映以后，人们对影片中杨子荣的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电影中，由王润身扮演的“比土匪还

像土匪”的杨子荣，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1970年，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改编的同名彩色

戏曲电影上映，才让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超越王润身，成为几代观众心目中“杨子荣”的代名

词。

　　之所以拍摄1970年这版戏曲电影，是考虑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传播问题。当时，“革命

现代京剧”这一新兴的艺术样式由于受表演时空的限制，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而电影显然具备

更强大的传播效应。然而，由于样板戏电影的拍摄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导演谢铁骊在准备拍摄时

一度陷入困境。后来，他在北京电视台的黑白舞台纪录片《智取威虎山》“照搬舞台”的启示下，

结合适当的电影手法与舞台艺术效果，以“既还原舞台，又高于舞台”的方式圆满完成了创作。

1970年9月，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完成，并被指定在国庆节期间全国公映。电影上映之

后迅速引起轰动。

　　在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44年之后，《林海雪原》终于迎来了第三次电影改编，这便

是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这部2014年上映的“贺岁片”带有徐克鲜明的武侠

风格。3D特效技术给《智取威虎山》增添了视觉奇观，比如，战斗场面中子弹、手榴弹在空中的运

动轨迹清晰可见，使得一场狼烟满地的战争戏，成了一招一式皆有韵味的武打戏。而影片最为人称

道的当属过往电影改编中无法呈现的“打虎上山”的桥段，借助电脑特效，电影中的东北虎被制作

得惟妙惟肖。改编赢得了当代年轻观众的喜爱，这也难怪该片得以凭借8.8亿票房在当年竞争激烈的

“贺岁档”中杀出重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林海雪原》也屡屡成为电视剧改编的重要对象。与

电影改编一样，这里也有三个版本的电视剧值得一提。首先是1986年吉林电视台出品的10集电视剧

《林海雪原》。该剧由朱文顺执导，林达信、韩再峰、白玉娟等人主演。2004年，30集版的电视剧

《林海雪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创作中心与万科影视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该剧由李文岐执导，王洛勇、于洋、童瑶等人主演。2017年，《林海雪原》第三次改

编电视剧。作为向建军90周年献礼的重要电视剧，这部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黑龙江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由金姝慧导演，李光洁、张睿、倪大红等人主演的

64集《林海雪原》，播出后引起了热烈反响，也获得了业界的普遍好评。观众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

止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一个改编版本。据悉，总编导金姝慧的编剧团队写了65万字的电视剧

本，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是64集的电视剧。这便有足够空间还原全本的小说故事，使以往影视改编中

没有得到全面展现的主体情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除了这种全面性，该剧最关键的特点还在于对原

著的敬畏。如观众所看到的，该剧并没有追求所谓的“市场热点”，而是完美展现《林海雪原》所

洋溢的革命情结、英雄主义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献身精神。在导演团队看来，这既是对历史的回

望，向名著的致敬，也是对《林海雪原》故事及其精神的传承。

　　时至今日，从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而来的电影、电视剧，包括动画电影，甚至邮票、年画、

屏风、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仍然层出不穷。曲波的经典作品，以及由此改编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形

式，早已成为人们永恒的红色记忆、一种连接着革命传统的文化资源。在几代人的阅读与欣赏之

中，这座理想主义的永恒丰碑，注定会彰显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

　　（作者：徐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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